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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得青山赢未来
文  |  李稻葵

今年国务院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，这是

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亮点。做出这一判断的原因就在于，未来两三年，由于

新冠疫情影响，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。因此政府部门

应该把未来两三年的工作进行整体规划，而不是只看一年的规划，更不应该

只关注如何制定短期内的固定目标。这也是政府工作更加理性的表现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尽管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没有设定全年经济增长目标，但

是明确了就业方面的目标：城镇新增就业 900 万人以上，城镇调查失业率 6%

左右，城镇登记失业率 5.5%左右。这些都是硬指标，而且是把简单的增长速

度目标转换成了民生就业目标。总体看来，今年的底线就是要稳就业、保民生、

保市场主体等。

此前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，对新增就业、失业率、CPI等目标提出的要求，

会比今年的目标要高一点。比如，2019 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明确了城镇新

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、城镇登记失业率 4.5%以内的目标，最后实现了 1300

多万的新增就业。今年的经济发展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，在经济增长速度下

降的过程中，还要保新增就业和失业率，难度很大。肯定不能简单地靠财政、

货币的刺激来实现，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来提供就业岗位，才能够稳定

住失业的情况。比如，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的举措，预

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 2.5 万亿元，意在“留得青山，赢得未来”。

因此，实现今年的就业目标是相当硬的任务，不能理解成今年的《政府

工作报告》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。今年如果能保证 900 万的新增就业，加上

其他的就业流转，比如“老工作”腾挪出来两三百万就业岗位，那么工作岗

位就超过 1000 万，就和新增 800多万高校毕业生的规模能够匹配上。

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，从世界范围来看，未来的增长点来自什么地

方？这一轮危机过去之后，中国仍然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国家，因为中国

不仅经济体量庞大，而且还有很强的韧性和发展潜力，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

完成、工业化还没有停顿。中国以后将有两大类制造企业：一类是以中国市

场为目标的制造企业，比如宝马汽车、通用汽车等，这类企业不会撤出中国；

另一类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，只是利用中国的低成本进行生产的企业，他

们早晚会撤走，会向东南亚地区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。疫情只是加

快了原来可能需要十年才发生变化的步伐，中国应该顺势做好内需开发、产

业升级工作，主动去迎接劳动力市场转型的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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